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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用“千万工程”经验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日前，我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运城
召开。会议指出，全省要以“千村示
范、万村提升、全面整治”为重要抓手，
持续探索具有山西特色的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实践路径，绘就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近年来，山西主动作为、真抓实
干，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乡村公
共基础设施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不断提高，乡村建设行动取得积极
成效。

产业升级
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产业兴
旺是重要支撑。

10月25日，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指
出，要深入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做
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县域
经济和乡村产业，多措并举壮大经营
主体，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千方
百计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事实上，近年来，在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的过程中，我省注重培育和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通过政策扶持、技
术支持等措施，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
级。同时，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高
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此外，我省积极推动农村电商发
展，加强对农村电商的培训和指导，
帮助村民掌握电商技能，拓宽销售渠
道，通过电商平台将农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

在乡村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上，
我省通过举办各种乡村旅游节庆活
动、建设乡村旅游设施等措施，推动
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历史文
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推动文化产业
发展。

寿阳县西洛镇段廷村素有寿阳
“小江南”的美誉。11月5日，记者走进
段廷村稻田公园，放眼望去，山水村落
皆可入画。

“我们积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提升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
把段廷村着力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农旅
融合文明乡村。”段廷村党总支书记赵
继斌介绍，近年来，段廷村立足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发展，在“倍增”上动脑筋，
在“产业”上做文章，成立的寿阳县丰
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集中流转土地
300亩，完成155亩水稻种植，实现从插
秧到收获全部采用机械化耕作，加快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此外，同步完成

“稻汇源”商标注册和包装设计，集体
经济收益突破100万元。

同样，在西洛镇常村，玉露香梨产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该村因地制宜，
以业为基、以业兴村、以业富民，先后
成立寿阳县玉露香梨科技有限公司、

寿阳县常绿仁果种植专业合作社，采
取“基地+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通过龙头企业带动，推动香梨产业提
档升级，村民收入实现翻番，香梨产
业迅速发展壮大。

治理有效
构建和谐乡村新风貌

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强调，强化党
建引领作用，常态化推进抓党建促基
层治理能力提升，健全党组织领导下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大力
培育文明乡风，不断夯实党在农村的
执政根基。在和美乡村建设中，我省
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
理能力，努力为乡村和谐稳定提供有
力保障。

神池县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精品
示范村、提档升级村、环境整治村建
设，提出“一片多点”“一村一特”创新
发展思路，持续推动全县学用“千万
工程”经验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
实举措扎实推动和美乡村出形象、见
成效。

记者了解到，神池县东湖乡成立
了五村片区联合党支部，由乡人大主
席担任党支部书记。今年以来，片区
建设呈现出百舸争流的良好势头。其
中，铁炉洼村新建1532亩水肥一体化
农田建设项目，实现节水约40%以上，
肥料利用率提高20%以上，粮食作物产

量提高20%以上，玉米亩均可增加收益
500余元。

此外，八角镇八角村突出党建引
领，积极推动人居环境改善。通过

“拆乱建、扩道路，降挡墙、增绿化”集
中行动，重新翻修主要干道 2200 多
米，拓宽道路480米，回收残破院落43
处，清理危窑危房和整治残垣断壁共
计25处……

“村里现在有了大型垃圾箱，路两侧
也建了挡墙，相比以前整洁多啦，‘脏、
乱、差’的情况得到很大改善。”八角村村
民李宗辉告诉记者。

如今的神池县，乡村建设、乡村治
理成效显著，村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可谓处处生机、村村灵秀！

生态宜居
打造和美乡村新画卷

古老的阳城大地，特色在古堡，魅
力在生态。

今年以来，阳城县从群众最急迫
的需求和制约发展最基础的问题入
手，坚持“一村一策一图”，突出主题
特色，重点打造东方古堡廊带10个精
品示范村。围绕生产、生活、生态全
链条要素整合，因地制宜、精雕细琢，
点上增景、线上增色、面上增绿，以项
目化建设整体推进环境品质提升，实
现美村与富村差异互联、生态互融、
业态互补。

同时，阳城县依托太行一号旅游
公路和“中国天然氧吧”金字招牌，通

过环境整治提升，茱萸湾省级旅游度
假区、水墨横河片区盘亭古街、董封画
家圪塔写生研学基地实现了“一线一
主题、一片一特色、一村一韵味、一点
一风景”，农村人居环境蝶变升级，一
幅百村向未来、万民奔共富、城乡促融
合、全域创和美的“百村千面”美丽画
卷正徐徐展开。

和美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让
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好。

阳城县郭峪村依托特色民宿、特
色餐饮、民俗演绎打造了“生活康养”
品牌。该村党支部书记张进军向记者
介绍：“自2018年开始，村里先后建设
了古城民宿客栈、酒楼、剧场、游客广
场、景阳商业街，现如今已打造成集旅
游观光、民宿客栈、民俗展演、风味小
吃于一体的太行古堡文化深度体验地
和特色村落康养度假目的地，不仅让
游客有看头、有惊喜，更让游客愿意留
下来、住下来。”

村民张秋生用自己家的三层小楼
经营着民宿，他告诉记者：“我和儿子
在村里的康养度假中心上班，老伴儿
和儿媳妇打理我们自家的民宿，一年
能收入10万元左右。”

粮田广袤彰显田园风光，山川乡
村独具地域风貌，水乡湿地充满生态
韵味，传统村落焕发新生魅力……和
美乡村的山西表达日渐鲜明，和美乡
村的山西特色愈发绚丽多彩。

上图：陵川县丈河村一景。
本报实习记者 刘迎春 摄

让乡村宜居宜业更和美
——我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亮点展示

本报实习记者 刘迎春

深入推进省政府民生实事“就
业 社 保 服 务 社 区 村 村 全 覆 盖 ”，
23100个基层服务点全部建成；

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惠
及全省324万退休职工；

高质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截
至 10 月底，全省组织培训 39.46 万
人，新增技能人才 21.3 万人，新增
高技能人才9.11万人；

…………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11 月 13 日上午，在省委宣传

部、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的“推
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
系 列 主 题 第 十 六 场 新 闻 发 布 会
上，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常建
忠表示，全省人社系统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思
路举措，主动担当作为，推动各项
人社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有

力支撑。

坚持就业优先
稳住高质量充分就业基本盘

常建忠表示，省人社厅不断完
善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出台《山西省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制定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14 条举
措，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
策，打出减负稳岗扩就业组合拳。
印发《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精准实施离
校未就业毕业生“1131”帮扶行动，

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
体就业。

狠抓劳务品牌建设，推动建立劳
务品牌联盟，全省打造劳务品牌122
个，带动近80万人就业，涌现出吕梁
山护工、榆社古建工等一批享誉全国
的劳务品牌，在促进就业增收、推动
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上发挥了积极
作用。今年5月，省人社厅会同天津
市人社局在津举办了“技动三晋、艺
展渤海”省际劳务合作对接会，进一
步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

接续开展“10+N”公共就业服务

专项活动，建立起覆盖全省117个县
（市、区）的零工市场，全力打造“全链
条”就业服务体系。截至10月底，全
省城镇新增就业43.33万人，提前完
成 国 定 目 标 ，完 成 省 定 目 标 的
96.29%，全省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健全社保体系
扎牢民生保障安全网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制度在我省全面落实落地，在国务
院首次考核中被评为A级，受到通报
表扬。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提前一年

实现省级统筹目标。
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社保覆

盖范围持续扩大，全省基本养老、失
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2743.18 万人、567.34 万人、677.31 万
人。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待遇水平稳
步增长，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实现“三连调”。加强社保基金安
全监管，持续筑牢政策、经办、信息、
监督“四位一体”防控体系，建立追回
违规领取社保待遇厅际联席会议制
度，突出打击欺诈骗保、套保和挪用
贪占社保基金的违法行为，守护好老

百姓的“养命钱”“保命钱”。
全面优化社保服务，建立起全

省社保经办管理高质量发展评价机
制，搭建起城乡五级服务网络，推行
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居民服务

“一卡通”，实现在人社、医药、交通、
文化等领域的应用，群众办事满意
度持续提升。

深化人才改革
激发人才干事创业新活力

省人社厅围绕“四链”融合，加大
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深入实
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训
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2500余人。大
力支持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和
创新实践基地建设，扩大招收规模，
现有博士后两站 111 个、在站人数
867 人。成功举办我省首届博士后
创新大赛，为博士后青年人才搭建了
创新交流平台。 （下转第2版）

省人社厅——

创新思路主动作为，推动人社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本报记者 王龙飞

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本报太原11月13日讯
（记者 王龙飞）11月12日，
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
布数据，10月份山西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7%，降
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
降5.2%，降幅比上月扩大1.1
个百分点。1—10月平均，山
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
年同期下降7.1%，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下降4.8%。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6.0%，
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
水平下降约 5.43 个百分点。
生活资料价格下降 2.8%，影
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
平下降约0.27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中 ，农副产品类价格下降
9.9%，燃料、动力类价格下降
7.6%，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
下降 7.5%，其他工业原材料
及半成品类价格下降 4.1%，
化工原料类价格下降 2.1%，
纺织原料类价格下降 1.0%，
木 材 及 纸 浆 类 价 格 上 涨
0.3%，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
价格上涨 0.9%，有色金属材
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11.7%。

数据显示，10 月份工业
生产者价格环比由下降转为
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0.4%，
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
水平上涨约 0.40 个百分点。
生活资料价格与上月持平。

10月份山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7%
环比由下降转为上涨

本报太原11月13日讯
（记者 侯海宏）11月12日，
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
布数据，10月份我省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0.7%，涨幅比上
月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
城 市 上 涨 0.8% ，农 村 上 涨
0.4%；食品价格上涨4.5%，非
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
格上涨 0.8%，服务价格上涨
0.6%。1—10月，山西省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同期
相比上涨0.1%。

10月份，食品烟酒价格上
涨3.3%，影响影响CPI（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约0.90个
百分点。其中，鲜菜价格上涨
32.4%，影响 CPI 上涨约 0.63
个百分点 ；鲜果价格上涨
12.2%，影响 CPI 上涨约 0.28
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上涨

3.4%，影响CPI上涨约0.10个
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14.9%，
影响CPI上涨约0.16个百分
点）；蛋类价格下降2.0%，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下降约0.02个
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
涨一降。其中，其他用品及服
务价格上涨4.7%，衣着价格上
涨1.5%，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
涨1.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
上涨0.7%，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0.4%，居住价格上涨0.3%，交
通通信价格下降4.9%。

10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
格环比由上月的上涨转为下
降 0.4% 。 其 中 ，城 市 下 降
0.3%，农村下降0.5%；食品价
格下降0.8%，非食品价格下降
0.2%；消费品价格下降0.5%，
服务价格下降0.1%。

10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
食品烟酒价格上涨是主要影响因素

本报太原11月13日讯
（实习记者 刘迎春）11月12
日，全省冬春农田水利暨高标
准农田建设视频会召开，重点
强调四项工作，以提高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安全保障能力。

四项工作分别是：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部署，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坚决扛起农田水利建设责
任，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要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盐碱地

改造试点建设，保质保量完成
目标任务；要大力推进重点水
利工程、灌区、新增恢复水浇
地建设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等工作，强化水库除险加固、
中小河流治理，切实提高水利
保障水平；要落实工作责任，
强化协同联动，科学做好规划
布局、项目谋划、资金筹措等
工作，健全管护长效机制，确
保各项工程持续稳定发挥效
益，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农
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全省冬春农田水利暨高标准农田建设视频会强调

做好四项工作提高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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